
王云福：加入合作社从此翻了身

讲述人：王云福（岚县普明镇后祁村建档

立卡贫困户）

记录人：实习记者 王卫斌
通 讯 员 张宇春

我是岚县农友种养合作社的创办人王云

福，我们的合作社位于岚县普明镇后祁村马

家庄自然村。我是地地道道的中国标本式农

民，长期以来以种地为生，在贫瘠的土地上收

获着微薄的希望。由于家里孩子上学、老婆

身体有病等原因，家庭收支经常入不敷出，被

识别为贫困户。2016 年，我联合村里的 5 户

贫困户成立了农友种养合作社开始养牛，去

年牛存栏达到 80 多头，出栏 50 多头，每户贫

困户可分红 5 万元，可带动 5 户脱贫户 45 名

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致富。

我今年 55 岁，老伴身体有病不能干重

活，儿子上大学，女儿身体有残疾不能正常劳

动，养牛之前，全家人的生活重担全靠我一个

人耕种着几亩薄地勉强维持，家庭人均年收

入只有几百元。前几年儿子考上大学本来是

件好事，但筹集他的上学费用成为我们全家

的难题。因为之前开饭店欠下许多外债，都

是通过亲戚朋友拆东墙补西墙。实在不好意

思再去借钱，乡亲们手头都不宽裕，都是凑急

不凑穷。思前想后愁得我吃不下饭，睡不好

觉。好在亲戚们通情达理，同情我的处境和

遭遇，纷纷伸出援手，终于给孩子凑够了学杂

费，圆了孩子的大学梦，但是从此，我欠下了

更多的债务。

穷 则 思 变 ，之 后 我 日 思 夜 想 着 如 何 才

能摆脱贫困处境。我从电视上和人们传说

中得知，有许多农民依靠养牛走上了脱贫

致富的路子，心想别人能干为啥咱不能干，

想 到 我 们 后 祁 村 距 离 岚 县 县 城 十 公 里 左

右，下辖后祁、马家庄两个自然村，这里山

峦叠嶂，群山环绕，满目葱茏，是适合养殖

的天然牧场，我头脑里闪现出发展养牛的

念头。我和家人商量后得到家里人同意和

支持。2016 年我与一个亲戚自筹费用远赴

山东、安徽、忻州等地辗转几千里考察学习

养 牛 ，一 路 省 吃 俭 用 ，饿 了 随 便 凑 合 着 吃

点，困了就近打个盹，考察回来后，我更坚

定了养牛的信心和决心。但一个新的问题

又来了，投资的钱从哪里来？单靠我们两

个 人 自 身 的 力 量 又 能 养 几 头 牛 ？ 没 有 规

模，效益很难保障。我想到了山东学习考

察时当地利用合作社养牛的经验，我决定

抱团取暖，发展创办合作社，吸收贫困户带

资入股分红加入合作社，这样既解决了资金

难题，又扩大了规模，既提高了效益，又能带

动更多的贫困户脱贫致富。想法是美好的，

但现实是真实的。群众能相信你吗？况且

风险很大，赔了怎么办？亲戚朋友提出种种

疑问。但强烈的脱贫欲望驱使我带着不撞

南墙不回头的想法，决定去试一试，就是他

们不干我自己也要干。我登门去村民家里

做群众的思想工作，动员他们加入合作社，

跟群众讲养牛的前景，和群众算收入账。功

夫不负苦心人，一个月的忙碌，终于有 10 户

贫困户愿意加入合作社，每户入股五万，筹

资 50 万 元 ，实 行 风 险 共 担 、利 益 共 享 的 机

制。我和合伙的亲戚着手启动合作社的手

续办理，紧锣密鼓选场地、跑项目、办手续、

外出购牛，忙得不亦乐乎。我们进县城找发

改局、国土局、环保局、市场与质量监督管理

局、畜牧局等有关部门办理合作社手续和

养牛项目相关手续。经过近半年的紧张筹

备，农友种养合作社终于克服重重困难，在

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和全体社员的热切期

盼中正式成立。那天我和全家人激动地哭

了，因为我们看到了脱贫的希望，艰辛努力

终于有了结果。当年我们养殖了 33 头牛，

品种为西蒙达尔和夏利来优良品种。2017
年我又贷了 11.5 万元贴息款，扩建了圈舍，

总 面 积 达 到 450 平 方 米 。 2018 年 ，我 们 合

作社牛存栏 62 头，加上厂房、设备等总资产

在 100 万元以上。

牛在圈舍吃的草料由合作社成员以户平

均分担，我们白天义务放养可以为合作社节

省不少开支，但我们没有从合作社多拿一分

钱，就连去忻州买牛时的吃住等费用也是我

们自己自掏腰包，我们的真诚和辛劳赢得了

群众信任，养殖厂规模逐年扩大。2019年，合

作社牛存栏达到 80 多头，出栏 50 多头，每户

贫困户可分红 5 万元，可带动 5 户脱贫户 45
名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致富。养殖合作社为我

们打通了共同脱贫的路。

刘候儿：小粽子包出致富路
讲述人：刘候儿（临县安业乡青塘村建档

立卡贫困户）

记录人：本报记者 阮兴时

我叫刘候儿，今年 70 岁。谁能想到，活

到我这把年纪，不仅摘掉了穷帽子，还能当上

“腰缠万贯”的老板。

俗话说：好吃不过冰糖，好住不过青塘。

我们青塘村，山川秀丽，人杰地灵。村里的

“海眼”滋养着青塘 400多亩苇子地和百亩鱼

塘。咱村的苇子浑身是宝，苇根底下有苇笋，

春天刨起来能吃，苇叶五月端午包粽子能用，

苇子能做芦苇工艺品，能做芦苇画。尤其是

粽叶，向来以宽、肥、厚出名，用青塘村的苇叶

包出来的粽子味道香浓，深受人们的喜爱。

可在过去，为啥咱还是守着“金饭碗”，穷

的“讨饭吃”？还当上了贫困户？还不是因为

咱自己没文化，没有发展产业的眼光。不过，

这一切在 2016年就彻底成为历史。2016年，

市委李正印书记定点帮扶咱们村，在来村调

研时，李书记鼓励大家，要充分开发利用好青

塘的资源优势，发展粽子产业，扩大生产规

模，加大市场开发，打造青塘粽子品牌，做大

粽子产业。李书记给咱规划的脱贫路子，那

就是奔小康的指南针。经过几年的发展，咱

青塘村人人包粽子，户户奔小康。尤其是李

书记那句：“吕梁山上鱼米香，不信你来前青

塘。要问青塘啥最好, 芦苇海眼粽飘香。”就

是咱青塘粽子响当当的广告词。

我有三个儿子，从前，他们都是靠务工

维持生计。今年遇到了新冠肺炎，外出务工

也挣不下钱。于是，我把儿子们叫下商量，

咱何不自己开个粽子加工作坊，自己当老

板。大儿子身体有残疾，跟着我管作坊内的

杂事，老二老三，一个跑采购一个跑销售，大

家分工明确，说干就干，一过年，粽子作坊就

红 红 火 火 地 开 张 了 ，我 给 作 坊 取 名“ 粽 合

成”。我对孩子们说，李正印书记在咱青塘

所说的每句话，我都一字一句牢牢记在了心

里面。李书记反复强调要打造品牌，保证质

量，决不能以次充好。因此咱的买卖要做

好，就必须货真价实。原材料的选择上，用

的都是优质的糯米、临县黄河边纯天然的大

红枣和咱自家种的苇子叶。果然，粽子一出

厂，就被销售一空，半年时间下来，就收入 20
多万。眼瞅着咱的粽子作坊生意越来越红

火，作坊里陆陆续续地雇用了三四个包粽子

女工。招工时，我说，包一个粽子我给她们

两毛五，村里的贫困户优先。老话说，吃水

不忘挖井人，跟着咱的父母官，咱过上了好

日子，更要在党和政府的带领下，带动更多

的人奔小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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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脱贫攻坚

据《山西农民报》

刘侯儿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刘侯儿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阮兴时阮兴时 摄摄

王云福在山中放牛王云福在山中放牛。。张宇春张宇春 摄摄

“‘爬孩孩’‘罗汉汉’‘西游记’，所塑人物

栩栩如生，所塑动物形象生动。“由民俗产生

了面塑，而面塑又丰富了民俗，岚县面塑无论

制作工艺、技法都很高。”省人大代表、省级非

遗传承人袁建花一边巧手制作面塑，一边讲

述面塑背后的故事。

袁建花出生在千年古镇、面塑之乡岚县

岚城镇，受家庭影响，本人爱好，心灵手巧的

她少儿时就开始捏泥人、面人、面花，在母亲

指导下，逢年过节、人生礼俗的时候，她就为

邻里乡亲捏面人面花、蛇燕燕、爬孩孩、罗汉

汉、鱼鱼、十二生肖等。她从 2004年开始从事

面 塑 的 制 作 和 销 售 ，作 品 销 往 全 国 各 地 。

2016 年创建“袁建花面塑艺术文化大院”，广

收徒弟传授面塑技艺，她塑造出一个个活灵

活现的精美作品，如《八仙传说》《鸟语花香》

《喜鹊登梅》《农家乐》等作品多次获奖，给人

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伴随着荣誉光环一路走来的袁建花，个

人面塑事业实体销售也越做越大，从家庭作

坊到免费进驻面塑一条街开设大作坊并注册

专利，年收入突破 40 万元。为发挥“岚县面

塑”脱贫攻坚带动作用，带动贫困户脱贫奔小

康，她手把手地教贫困户姐妹面塑制作技艺，

并将自己的技艺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大家。她

说，“我不识字，知道农村妇女文化低，学艺不

容易，现在既能带着大家增收致富，又能将面

塑这项民间艺术传承下去，我觉得值了。”据

介绍，她正在培训面塑技艺爱好者有 60多人，

每年还将培训易居苑扶贫易地搬迁贫困户 10
人，截至目前，共带动 5000余人脱贫致富。

谈到今后的努力方向和人生目标，袁建

花豪情满怀地说：“我将力争做一名‘传承非

遗文化、助力脱贫攻坚’的排头兵，利用好自

己面塑作坊这一平台，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把

培训和带动贫困户为己任，毫无保留的指导

培训，使他们学到一技之长，能通过一双巧手

捏出一条充满希望的康庄大道。”

袁建花：面塑“捏”出幸福生活

碛口镇下塔上村的扶贫粉条加工厂碛口镇下塔上村的扶贫粉条加工厂。。刘亮亮刘亮亮 摄摄

□ 实习记者 梁英杰

政务动态政务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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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实习记者 王
卫斌） 7 月 27 日下午，市人

大常委会副主任郭卫民就

古树名木保护工作在临县

正觉寺进行调研。

临县正觉寺附近的 12
棵古柏苍劲挺拔地生长在

光秃秃的山顶上，每棵树均

为合抱之木，神奇的是古树

周边则寸草不生。据工作

人员介绍，这 12棵古柏距今

已经有近 2000年的历史，都

与十二生肖相联系，被人们

形象地称为十二连城，虽然

饱经沧桑，却至今依然枝繁

叶茂，续写着自己的传奇和

神话，为世界所少有。

在听取了当地相关工

作汇报后，郭卫民指出，古

树名木是历史的活化石，具

有历史文化、科研生态、景

观旅游、经济开发等多种价

值，需要高度重视保护和利

用。要坚持尊重古树生长

的自然规律和传承历史文

化的统一，保护中要突出其

艺术性、自然性、文化性，发

掘体现古树名木蕴含的历

史文化、风土人情，留住古

树的沧桑特性，防止因为保

护手段不科学而产生效益

不佳的情况。

本报讯 （实习记者 梁
英杰） 7月 22日至 23日，市

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郭卫民

带队开展《吕梁市古树名木

保护条例》立法调研。

调研组一行先后深入

交城县、汾阳市、孝义市，听

取各县市关于古树名木保

护工作情况汇报，详细了解

古树名木普查登记、挂牌公

示、养护管理等情况及存在

的困难和问题，并广泛征求

相关部门和人大代表的意

见建议，收集第一手资料，

使所立之法真正接地气，更

具可操作性。

郭卫民表示，古树名木

是一种不可再生的自然和

文 化 遗 产 ，具 有 重 要 的 科

学、历史、人文、景观价值，

市人大常委会要加强协调

督促，组织林业、城市管理

等部门选调精兵强将，组成

立法小组，加快推进起草进

程；要针对调研过程中发现

的难点与焦点，如古树名木

的认定、养护、管理等问题

进行有效规范，为全市古树

名木撑起一把保护伞，让祖

先留给我们及子孙后代的

宝贵财富真正得到有效保

护。

郭卫民带队开展《吕梁市
古树名木保护条例》立法调研

郭卫民在临县正觉寺调研
古树名木保护工作

7 月 20 日，吕梁广播电

视台演播厅内正在进行一

场别开生面的 2020年“邮储

银行”杯吕梁市第二届星火

项目创业大赛暨第七届“创

青春”青年创新创业大赛决

赛。各位项目路演选手上

台通过播放 PPT，声情并茂

地讲演项目特色和创业经

历，决赛现场掌声阵阵，气

氛十分热烈。

本 次 大 赛 由 市 人 社

局、共青团吕梁市委联合

举办，市发改委、市科技

局、吕梁经济技术开发区

等单位协办，中国邮政储

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西

吕梁市分行等企业共同承

办。活动历时两个月，经

过层层选拔，最终在 70 多

位选手中有 6位选手进入创

业项目决赛。参加决赛的

六位选手先后进行了精彩

的路演。他们分别是 “蒲

谷 香 ” 药 食 同 源 养 生 药

茶、莲妹辣椒酱、农特产

全网营销链、茯苓的种植

与发展、“枣羊羊”、“中国

精致型乡村养老机构”项

目负责人或项目代表。大

赛 邀 请 了 我 市 政 府 部 门 、

金融单位、企业和高校等

机构专家参加评审。评委

还对每位选手进行了现场

提问。

在决赛现场，莲妹辣椒

酱负责人张润莲、茯苓种植

项目负责人张彦伟分别就

他们如何在老家带领乡亲

们搞辣椒、茯苓种植和加工

的艰难创业过程进行了深

情讲演。“枣羊羊”项目负责

人马军荣从小就与羊为伴，

是个地地道道的“放羊娃”，

他用放羊娃特有的大嗓门

为大家清唱了几句晋陕民

歌，赢来阵阵掌声，把大赛

推向高潮。最后，茯苓种植

项目获得本次创业大赛第

一名。

“星火燎原”创青春
——我市第二届星火项目创业大赛暨第

七届“创青春”青年创新创业大赛决赛侧记

□ 本报记者 穆佳妮

当前春茬蔬菜已经基

本 拔 园 ，部 分 茬 口 较 早 的

地 区 开 始 定 植 下 茬 蔬 菜 。

而 当 前 正 值 炎 夏 ，根 据 往

年 经 验 ，在 高 温 期 定 植 幼

苗 ，很 容 易 出 现 徒 长 、伤

根、病虫害多发的情况，导

致 幼 苗 长 势 弱 ，后 期 产 量

难以保证。

当前高温期若管理不

当，幼苗很容易出现徒长，

一旦蹿头就很难控住，营养

生长与生殖生长失衡，导致

落花落果严重，影响前期产

量。所以，预防幼苗徒长，

培育壮棵至关重要。到底

哪些因素能导致幼苗徒长

呢？

高温寡照

很多菜农为降低棚内

温度，铺设遮光率很高的遮

阳网或向棚膜上泼洒过量

泥浆，导致棚内光照强度偏

低，且夜间温度降不下来，

这样就导致幼苗白天见光

少，光合效率低，光合作用

制 造 的 营 养 少 ，夜 间 温 度

高，呼吸消耗营养多，久而

久之，幼苗长势渐弱。建议

菜农朋友切莫全天覆盖遮

阳网，应在保证植株所需光

照强度的前提下适当遮阳

降温。

偏施氮肥

底肥以粪肥为主，而粪

肥中氮肥含量最高，磷钾肥

含量较低，大量施用粪肥，

使得定植前后土壤中氮素

营养过剩，或定植后冲施含

氮肥料，均会导致幼苗出现

徒长。

浇水过勤

西红柿、辣椒等茄果类

蔬菜定植后不可浇水过勤，

通常第一遍定植水浇透后，

隔 5 天左右浇第二遍缓苗

水，此后一直到第一穗果或

门果坐住前，不可多浇水，

以控水为主，通过干旱刺激

根系下扎。 张芸

高温期定植幼苗 管理怎么抓


